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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北區非基改大豆雜糧集貨處理中心」
　具備恆溫 (8℃ )、乾淨、整潔的冷藏空間，
　以確保送到消費者及契作廠商手上時均為
　質優且新鮮的商品大豆。

▲圖 5. 黃世宸 - 北部少數具有企業經營概念
　的專業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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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燈，還有沒有地瓜」、「阿燈、我
要米兩包」、「阿燈不在啦」，循著呼喚聲，
看到一位身穿黃衣的雲端農夫在田裡穿梭拔
草趕鴨。這裡是新竹縣竹東鎮三重埔，一處

作物改良課 助理研究員 楊采文 分機 254

傳承創新六香田 - 莊正燈

國栽培面積 3,023 公頃之 17.5%；以縣市別
進行分析，桃園市 475.8 公頃為全國第 3 位，
僅次於屏東縣 614.7 公頃及臺南市 546.7 公
頃。專業豆農每公頃產量則由不足 1,000 公
斤提升至 2,000 公斤，栽培面積及產量的提
升，逐步扭轉北部地區不適合栽培雜糧 ( 大豆 )
的印象，這全賴各大豆農的投入方能達成。
黃世宸為北部地區大豆栽培先行者，或許是
以往職涯的經驗，對新事物均抱持著開放的
態度，再配合本場研究人員一同摸索，逐漸
建立自有的經營管理模式；現在每年栽培面
積約 70 公頃，並協助各地區農民大豆收穫後
調製作業，除第一線生產工作外，亦積極與
加工業者合作，建立自有品牌、經營通路，
是北部少數具有企業經營概念的專業農民。
北部大豆產業尚在起步階段，有許多的問題
待克服，期以團隊經營的概念，大家一起努
力，產業的發展將日趨成熟而穩健。

▲圖 3. 本場郭坤峯場長 ( 左 2) 率林孟輝課長
　( 右 2)、姜金龍課長 ( 左 1) 及林禎祥助理
　研究員 ( 右 1) 拜訪黃世宸先生 ( 右 3) 關心
　北部大豆產業發展情形並於「北區非基改
　大豆雜糧集貨處理中心」合影留念。

美麗的客家聚落，到處飄著稻香、烤甘藷的
甜香，這裡同時也是 108 年全國十大績優農
業產銷班 - 竹東鎮雜糧產銷班第 1 班的蛋黃
區，這位「阿燈」正是帶領第 1 班獲得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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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竹東鎮雜糧產銷班第 1 班獲選全國十
　大績優農業產銷班之頒獎典禮。

▲圖 2. 竹東鎮雜糧產銷班第 1 班領導人物—
　班長莊正燈

十大績優的班長莊正燈。

　　竹東鎮雜糧產銷班第 1 班成立已有 30
多年，過去在老班長莊金樓的管理下，班員
們一年復一年地專心種植甘藷及水稻，年齡
增長並伴隨著時代環境變化，老班長在民國
102 年卸下了班長的職位，接下這個重擔的
就是現任班長 - 莊正燈，在這個盡是叔叔伯
伯長輩們的產銷班，如何維持班傳統精神並
開創新的思維，正是阿燈要接受的挑戰。莊
正燈，農家子弟，在農村長大，年輕時與其
他人一樣，不想做農只想在外闖自己的事業，
20 年前，在正值紡織的黃金時期，紡織事業
為阿燈帶來了高收入，但也伴隨著滿滿的壓
力。2001 年 911 事件，震動全球經濟，臺灣
紡織業開始走下坡，加上雙親年邁，擔心兩
老的健康，遂回家接手田地，子承父業開始
做起全職農夫。
　　年輕的阿燈在家幫做農事的時候，也使
用農藥管理雜草與病蟲害，雜草少了，田乾
淨了，田野環境的蟲鳴蛙叫聲卻變少了，阿
燈父母晚年常進出醫院，讓阿燈感觸良多。
他常自省：「食物，是直接從口入的東西，
若食物不安全，那我們的健康該怎麼辦？」
所以當阿燈回鄉務農時，便堅持不使用農藥，
但面對病蟲害及雜草等問題該怎麼辦呢？三
重埔耕作模式以第 1 期作水稻、第 2 期作甘
藷為主，水稻以桃園 3 號品種為主，甘藷以
臺農 57 號品種為主；為了解決不用農藥導致
的諸多栽培問題，阿燈到處去農政單位上課，
吸取各種栽培技術知識，認識更多的作物種
類品種，不懂的就到處問專家。他嘗試各種
方式來提升作物的品質及環境生物的多樣性，
依據土壤檢測結果合理施肥，水稻田放養合
鴨吃雜草和福壽螺、甘藷田放鵪鶉吃蟻象、
設置性費洛蒙誘引器捕蟲，利用光合菌、菌
根菌提升作物生長強健度，減少病害發生率。
幾年下來，阿燈班長更在本場專家鼓勵和指
導下，多次得到竹東鎮米質競賽冠軍，民國

100 年還獲選全國十大經典好米得主，努力
終於見到成果了，長輩們也慢慢認同了阿燈
的理念，一起減少用藥，用環境親合的栽培
方式栽種作物，慢慢的土壤變健康了、生物
回來了、整體環境變好了，農作物品質提升
了，實質面班員們的農作物產品價格也跟著
提升了。
　　接手班長職務之後，怕老班員們覺得路
途遙遠不想走出舒適圈，就積極請各路專家
到該產銷班上課，介紹新作物或是友善環境
的栽培技術，例如：合理化施肥技術、生物
防治、芋頭栽培技術及費洛蒙誘引技術等等，
只要班員們有什麼問題，阿燈班長馬上搜尋
專家並請來上課，提供班員們解決方案及新
資訊。之後也帶著班員走出竹東鎮進行移地
訓練，去各地的農場及農業改良場教育訓練
及觀摩，帶著班員們進步，讓這個大約 25 人
的產銷班，慢慢地增長至今約 50 位班員，而
且不再是叔叔伯伯組成的長輩班，而是有老
中青三代同堂能夠傳承的產銷班了。

　　除了提升自身與班員們的栽培技術之外，
阿燈班長認為從事農業，除了紮穩基本功種
出安全品質佳的農產品之外，還要學習如何
把產品推銷給顧客才能真正開創自己的道路，
為了搭配銷售的節奏，經過幾年的學習阿燈
懂得如何計畫性生產需要的產品。在農政單
位的輔導下，102 年與班員一起努力自創了
品牌農糧小舖，建立簡易網站，而後為了改
善下單流程，104 年架設正式官網，105 年
確立了「六香田」品牌。六香田，六：代表
六種感覺 ( 觸覺、味覺、嗅覺、視覺、聽覺、
心覺 )；香：亦同鄉，香甜、香盛、香氣、鄉間；
田：亦同甜、恬，田間、良田、甜美、恬靜。
來到六香田，用全身感受鄉野間的甜美、恬
靜，具有故事性的商標名稱，加強消費者和



桃園區 期專訊農業 112

20

【
農
業
楷
模
】

產地、作物的連結與羈絆。為了提升品牌的
豐富度，阿燈與班員們積極開發新產品，光
是稻米就有 3 個品種 ( 桃園 3 號、台南 14 號
及台南 16 號 ) 可以選擇；甘藷則除了鮮藷之
外，也有雪花粉及陸續研發的各式甘藷點心；
另外還有杭菊花茶與許多季節時蔬等等。產
品的多樣性增加之後，還要深化品牌的故事
性，他建立臉書粉絲頁，讓資訊即時化、公
開化，與消費者一起做農事、說故事，共享
六香田的喜悅。在六香田，不只能找到優質
的稻米及甘藷農產品與其加工品，還可以體
驗各種農業活動，落實深耕消費者與在地的
連結。阿燈想藉由品牌推廣回饋社會，辦理
食農教育活動希望讓消費者認識真正的農業
生產，尤其是針對未來的主人翁小朋友們，
透過體驗活動認識親近我們的土地，參與作
物的種植生長階段，由田間的管理直至收成
的喜悅，一步一步帶著大客人小客人深入感

受農業，打破農產品廉價的思維，體認優質
安全農產品的價值所在，最終呈現應有的價
格。
　　從返鄉、回歸農田、接手班長、無數的
栽培方法嘗試、研發產品、農業體驗、建立
品牌、在地深耕，莊正燈班長不只是回家接
手家裡的田地，還拉動了整個產銷班的腳步
往前走，並帶動了班轄區的活力，這些努力
終於在 108 年開花結果，竹東鎮雜糧產銷班
第 1 班得到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的榮譽。
得到這份殊榮之後，阿燈也不自滿繼續往前
進，為了讓步伐能持續向前，阿燈希望在未
來能將這份能量，以產銷班為中心輻射擴散
出去，不只有耕作生產，更重要的是提升農
業的價值，吸引新生代洄游農村，深耕在地，
不只在自家門前舉辦農業體驗活動，而要串
聯鄰近社區，拉起生產、生活、生態的農業
鏈，這是阿燈班長的期許，也是阿燈的挑戰。

▲圖 3. 食農教育—教導未來主人插秧、種甘藷，體驗農事。

▲圖 4. 六香田各式各樣具特色之產品。


